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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辉煌的序曲 

烟台大学法学院创建于 1984 年1，起先借居于学生宿舍一号楼，教学行政合

署办公，转而于文科馆渐成规模。教师班底由杨春洗、杨殿升、郭明瑞、孔庆明、

宋春林、史卫进、姜永琳、孙博、赵阳等组成，首批本科生仅 1 个班计 34 人2。

头几年，采取北大法律系教师赴烟授课、北大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等方式以解师

资短缺燃眉之急。之后，师资队伍长期稳定在 40~50 人，至于学生，1987 年以

来则每年招收两个班 70 余本科生。 

创业之初，万事待兴。论环境，依托滩涂建起的校园里四处可见疯跑的兔子；

论交通，烟大到市区仅有一天一趟的“老解放”五路班车。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如今，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早将遍及沙滩的飞蛤撵至大海深处，赶海、踩蛤、煮

虾，那艰苦岁月中惬意无穷的日子已渐行渐远。五湖四海的亲人们想凑在一起打

把“够级”，已不再那么轻而易举。3眼瞅着当年亲手栽种的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

校园规模和环境已按“烟大速度”彻底改观，而曾经共同刨坑浇水的伙计们已悄

然步入含饴弄孙之年。随着学校二期工程的完工，2003 年法学院已迁至联体新

楼的西南端，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法学楼，已拥有教师 62 人，下设民商法学、法

理学、刑法与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五个课程组，4在校生近 1400 人。

此间沧桑变化不可谓不大也！ 

                                                             
本文初稿完成后，先后多次征求学院党政班子、相关领导、广大教师及部分校友的意见，纠正了许多

常识性错误。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11984 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到烟台视察工作。时任烟台市

委书记王济夫向万里汇报了办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构想。万里同志非常高兴，指示说：可以搞一个不要“铁

饭碗”的大学，就叫烟台大学。凡是愿学本事的就来，你们烟台需要什么系就设什么系。关于烟大为何设

立法律系的问题，郭明瑞教授说，“1984 年筹建烟大时，烟台市人事局专门提供了烟台地区人才需求报

告，其中明列对法律人才之需求，由此就有了设立法律系之议。” 
2关于法律系当年的班底问题，1984 年筹建烟台大学时，杨春洗先生就委托郭明瑞参与筹建法律系，

尤其是参与编制教学计划，参与引进了宋春林、孔庆明等人。关于首届本科生招生问题，据杨殿升教授介

绍：“1985 年 8 月，我到了烟大，到校后首项任务就是录取新生，烟台市的招生办公室设在烟台宾馆。当

年烟大决定招生时，已过了招考日期，因而，当年没有报考烟大的考生。为此，山东省决定从烟台地区报

考其他院校的考生中截留一批学生供烟大录取。我从招生办公室提供的考生档案中挑选了 30 名考生，这

就是烟大法律系的第一届大学生。未征得考生本人的同意，就把他们拉到烟大法律系，不免有些不妥，却

也实为无奈之举。” 
3 “够级”是胶东广为流行的一种扑克游戏，起源不详，一说是胶东籍战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发

明。该游戏六人成局，三人联手，两两对杀。烟大法律人中郭明瑞、房绍坤、汪建成、刘广三、李卫红、

金福海等都是个中高手。曾几何时，教学科研之余打把“够级”成为唯一的消遣。  
4 民商法学学科组长刘经靖、课程组长何燕；法理学学科组长孙季萍、课程组长王桂玲；刑法与诉讼

法学学科组长初炳东、课程组长李涛；经济法学学科组长樊静、课程组长王圣礼；国际法学学科组长王海

英、课程组长衣淑玲。 



然而，再艰苦的环境也挡不住法律人的创业激情，再窘迫的交通也锁不住开

阔的心胸、阻断不了高远的学术视野，反而缔造了恢宏的学科开局，涌现出了以

杨春洗、杨殿升、汪建成、苗生明、刘广三为代表的刑事法学，以郭明瑞、杨立

新、房绍坤、唐广良为代表的民事法学，以孔庆明、姜永琳、谢鹏程等为代表的

法学基础理论，以宋春林、唐功远、钟建华等为代表的国际法学等闻名全国的学

术团队。这一时期，郭明瑞的《担保法原理与实务》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

优秀成果二等奖，孔庆明的《公民权利义务通论》、《中国民法史》先后获山东省

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足领一时之风骚。1987 年原国家教委首次评审哲学社会

科学项目，郭明瑞就亲赴国家教委答辩，并以《民事责任论》胜出，随后出版的

同名专著成为相关领域的开路先锋。1990 年，我国成立了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

开始评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1 年唐广良就成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

《计算机软件与集成电路法律保护》，其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紧

接着，1993 年谢鹏程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课题《公平与效率——中国当代立

法价值取向的基本矛盾》，以法学的视角回应了当时经济领域提出的改革发展的

基本问题。1996 年唐广良再次以《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为题获得立项。 

研究生教育和质量工程建设给法学院的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经过长期的积

累和争取，烟大法律系领全校之先获批硕士点，于 1999 年首批招收四位民商法

学硕士生5。随后，硕士点数逐年扩张，并于 2006 年成为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研究生教育提升了烟大法律系的整体规格，硕士起招之年，本科新生就创历史新

高、达六个班。于此情形下，借建校 15 周年之机，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二十

一世纪初，教育部开始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学院积极参

与了各项建设，所拥有的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在同类院校中遥遥领先，建成了国

家级教学名师房绍坤领衔的“民商法学”国家级教学团队，《民法》国家级精品

课、精品资源共享课，法学国家级特色专业。2013 年法学院跻身全国首批 58 个

应用型复合型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质量工程和教改项目为我们赢得了一定的

经费，使我们有能力积极举办学术活动，开展对外交流；使我们能够稳步推进教

材建设；也增进了我们改革的信心和魄力，推动我院在全国法律院校中较早创办

了知识产权试点专业和中美合作办学。 

烟大法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国内外诸多法律院系的鼎力支持，尤其是，

其成立得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直接援助。6建系之初，北大法律系派出杨春洗、

杨殿升、郭明瑞等教师支援烟大建设，由杨春洗担任副校长、杨殿升任系主任，

郭明瑞担任教务处副处长，援建期满后杨春洗、杨殿升等调回北大，而郭明瑞继

任系主任，成为少数留下来的援建人才，后来历任副校长、校长。7北大为我们培

                                                             
5 记得那是 1999 年五一假期，文科馆二楼法学院会议室举行了烟大首届硕士研究生面试考试，面试

委员为郭明瑞、汪建成、房绍坤。笔者抽中的试题是“试论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的关系”，因为从未学过继

承法，抽中选题后只好到走廊中讨教同期参加复试的姜林同学。他流畅地向我背诵了这一概念并解释了其

中的意思，当我因听不懂其中的“直系血亲卑亲属”而予以追问时，他吃惊地看了我一会……后来，当我

开始从事法学研究并狠补法学基础时才明白，当时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位考生怎么连如此基础的问题都

不懂？看来肯定考不上。” 
6已故著名民法学家、书法家北京大学法律系李志敏先生与我院颇有渊源：其一，郭明瑞教授在北大读

书期间，就在李志敏教授的指导下翻译发表了原苏联学者拉普捷夫的《论苏维埃经济法》，以及许多原苏

联民法与经济法学者论争的一些资料，从而对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确立了以民法为自己的研究方

向。其二，李志敏先生担任范李瑛、於向平等人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为烟大法学院培养了优秀师资力量。

其三，李志敏教授曾多次到烟大法律系授课、讲学，期间为烟台大学法律系专门题写了“灋”（“法”）

字。后来，现任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的亓健生以该字为主体内容设计了院徽。     
7关于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律系杨敦先先生，段志国说，“敦先教授没有像春洗先生和杨殿升教

授那样，在烟台大学一待就是六年……可敦先教授多次来烟大讲学，他被称为 ‘刑法通’，一部刑法典已



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其中汪建成、汤唯、唐功远、刘广三、李卫红、樊

静、唐广良、苗生明、刘剑骅、王春光等是北大本科生；房绍坤、金福海、范李

瑛、刘生荣、谢鹏程、於向平、李红云、钟建华、王子正、孙颖、薛海燕、何兵、

王福华、关涛、金瑞峰等为北大硕士生8；黄伟明、宋振武、袁瑜琤则在北大取得

博士学位。 

三十年来薪火相传，而我们的信念和追求也历久弥坚。自烟大法律系成立以

来，先后由杨殿升、郭明瑞、汪建成担任系主任。改系为院后，房绍坤、汤唯、

金福海、张平华担任院长。先后由孔庆明、丁乐超、汤唯、金福海、范李瑛担任

书记。他们具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禀赋，但都眷恋着这片热土，为了我们共同的

家园而愿意做出牺牲和奉献；他们都醉心所学，始终对学术保持着不倦的追求9；

他们都敬畏公平和正义，致力于建设齐心协力的党政班子、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杨春洗、杨殿升、汪建成调回北大后，一直以各种方式关爱支持着烟大法学院的

发展，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在他们面前谈烟大，只能说好不可说一丁点坏；郭

明瑞先生卸任校长后，执掌山东省知识产权研究院，学术和团队事业再攀新的高

峰，欣然同意担任法学院名誉院长，是引领法学院未来发展的精神领袖；现任校

长房绍坤教授日理万机之余，亲授基础课程、深受学生爱戴，大作频出、提携后

进不遗余力，是烟大法律人学习的楷模；金福海、汤唯教授任职期间兢兢业业、

深孚众望，而于盛年之时主动卸任院长或书记，分别出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学术

委员会主任，大力支持学院工作。对待“官职”如此之轻，对待事业如此之重，

高风亮节，令人钦佩。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拥有一批久经考验、素养卓越的教师。他们是我们烟大

法学院最可爱的人！10我们已经忘记了刘涛、吴蟾园经办了多少次学术会议，接

待了多少四海宾朋；记不得齐效民、孟宪竹、于政波、白海岩经手了多少图书资

料，培养了多少莘莘学子；记不清孙博、马立伟为我们夺得多少次田径冠军，关

涛、黄伟明、初炳东、王加卫荣膺了多少次“教学能手”。还记得，每每推选“师

德标兵”，王海英、孙季萍、范李瑛总能获得师生公认；还记得，宋振武发表的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宋红松发表的 SSCI 论文，在全校首开纪录、给我们带来

的荣光……正是在一代代烟大法律人的接续努力下，法学院发展成整体水平省内

领先、部分学科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法学教育和研究重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学教育也经过遍地开花式的快速扩张

                                                             
经稔熟于心。信手拈来，娓娓道来，便博得满堂彩。1997 年他又专程来为北京大学在烟大设立的研究生

班上刑法课。当时，我国 97 年新刑法刚颁布。他结合新刑法，讲完《刑法总论》，讲《刑法分论》，条分

缕析，精细周密，讲得酣畅淋漓，让人如沐春风，为之沉迷。”关于北大“三杨”援建烟大的事迹，请参

考段志国：《北大“三杨”援烟大》，烟台大学报 2011 年 6 月 23 日版。 
8除了何兵、王福华、关涛、金瑞峰外，其他十一位是北大专门为烟大培养师资而招收的硕士。为缓

解上课压力，这批硕士尚未毕业就已经走上讲台。这些教师现多数已调离烟大，其中，汪建成、李红云

（北大法学院），唐功远（IBM 大中华区高级法律顾问），刘广三（北师大刑事科学院）、李卫红（中国青

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唐广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苗生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金瑞

峰、刘剑骅、王春光（北京农学院人文社会学院），刘生荣、谢鹏程（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於向

平（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钟建华（香港大学法律系博士生）、王子正（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

孙颖（大连市税务局）、薛海燕（现工作单位不详）、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福华（上海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9杨殿升曾任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郭明瑞、孔庆明获得了旨在表彰资深学者杰出业绩的山东省社会

科学突出贡献奖；汪建成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房绍坤为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获得者；汤唯是山东

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金福海荣获山东省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10因篇幅所限，本文原则上不介绍法学院 70 后教师的事迹，这绝不意味着 70 后教师不优秀，而是藉

此集中表达对资深教师的敬意。 



进入了全面竞争的时代。近年来，法学教育竞争已率先在卓越法律人培养、法学

博士一级学科建设、标志性成果培育等领域打响，并很快进入白热化。所谓竞争，

既靠资源，又靠理念。作为地方高校，烟大法学院如果坐等资源，只会是资源枯

竭。因而，问题之关键在于树立正确的理念，并坚定地贯彻实施下去。为此，我

们需要认真总结三十年来的办学经验，以铭记师友们的业绩，答谢社会各界的支

持；更要查找自身的不足，培固我们的底气和信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建设

更加美好的家园。  
 


